


课后十分钟，节约一半功

第一章 财务管理基本原理

本章通常考查客观题，2 分。

一、财务管理的目标

1.CPA 教材采纳的观点： 最大化。

2.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两个变形：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的情况下，股东财富最大化等同于

；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且债务价值不变时，股东财富最大化等同于

。

3.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使用条件： 相同、 相同、 相同。

4.每股收益最大化目标的使用条件： 相同、 相同。

二、资本市场效率

1.有效资本市场定义：资本市场上的价格能够 、 反映全部的可用信息。

2.基础条件（3 个条件只要有 1个存在，市场就是有效的）

的投资 新信息披露后，所有投资者都以理性的方式调整其对价格的预期

的理性偏差
假设乐观和悲观的投资人大体相同，及非理性行为可以相互抵消，让

股价变动和理性预期一样

套利

市场有效性并不要求所有的非理性预期都会相互抵消，市场会高估或

低估股价，专业投资者会理性地重新配置资产组合，进行套利交易（低

买高卖），使市场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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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义

（1）管理者 通过改变会计方法提升股票价值

（2）管理者 通过金融投机获利

（3）关注自己公司的股价是

三、资本市场有效程度的分类

分类 弱式有效资本市场 半强式有效资本市场 强式有效资本市场

股价反映

的信息
历史信息

如何获取

超额收益

利用 进行估

值和基本面分析；

利用 进行内

幕交易

利用 进行内

幕交易
超额收益

无效策略 技术分析无效

技术分析无效；

基本面分析及各种估值

模型无效

无效；

分析及各种估值模

型无效；

无效

验证方法
(1)随机游走模型

(2)过滤检验

(1)事件研究法

(2)投资基金表现研究法

主要考察“内幕者”参与

交易能否获得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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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务报表分析与财务预测

本章通常考查客观题，4-8 分，重要的基础章节。

一、财务比率

1.短期偿债能力：营运资本、流动比率、 、现金比率、现金流量比率。

2.长期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 、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现金流量

与负债比率。

3.营运能力比率： 、 、总资产周转率。

4.盈利能力比率：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净利率、 。

5.市价比率： 、 、 。

二、短期偿债能力比率分析（1）

1.营运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

（1）营运资本是流动负债“穿透”流动资产的

（2）企业应保持正的营运资本，营运资本的数额越大，财务状况越稳定，流动负债的偿还能

力越有保障

（3）营运资本是 ， 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企业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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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运资本配置比率= /

实务中很少直接使用营运资本作为偿债能力指标，其合理性主要通过短期债务的存量比率来

评价。

3.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流动比率是 ，排除了企业规模的影响，更适合同业比较以及本企业不同历史时

期的比较。

（2）流动比率与营运资本配置比率的关系（两者同向变化）：

流动比率=

三、短期偿债能力比率分析（2）

1.速动比率= /

（1）速动资产：是指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变现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各种应

收款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其他应收款等）

（2）影响速动比率可信性的重要因素是 ，账面上的应收款项未必都能收回变现，

实际坏账可能比计提的准备要多，季节性的变化，可能使报表上的应收款项金额不能反映平均

水平

2.现金比率= /

（1）与其他速动资产不同，现金本身就是可以直接偿债的资产，无需等待

（2）一般情况下，对于同一家企业来说： > >

3.现金流量比率= /

流动负债采用 而非 ，因为实际需要偿还的是 ，而非

四、长期偿债能力比率分析

1.资产负债率= /

2.长期资本负债率= /（ + ）

3.利息保障倍数= /

=（ + + ）/

（1）分子的“利息费用”：本期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中的利息费用

（2）分母的“利息支出”：本期的 ，不仅包括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的利息费用，

还包括计入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等成本的资本化利息

4.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

5.现金流量与负债比率= /

一般来讲，该比率中的负债总额采用 而非 ，因为实际需要偿还的

是 ，而非

五、管理用财务报表体系

1.改进杜邦分析体系核心公式：

权益净利率= + = + ×净财务杠杆

= +（ - ）×净财务杠杆

2.核心思想：区分“经营”与“ ”

3.管理用资产负债表核心公式：净经营资产= +

4.管理用利润表表核心公式：净利润= + = -



5.管理用现金流量表核心公式：实体现金流=税后经营净利润+折旧摊销-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税后经营净利润-

债务现金流=税后利息费用-

股权现金流=股利分配-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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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价值评估基础

本章通常考查客观题，2-4 分。

一、货币时间价值相关系数的关系

1.复利终值系数与复利现值系数：互为

2.普通年金终值系数与 ：互为倒数

3.普通年金现值系数与 ：互为倒数

4.预付年金终值系数与普通年金终值系数： 加 1， 减 1

预付年金终值系数=普通年金终值系数×

5.预付年金现值系数与普通年金现值系数：期数 1，系数 1；

年金现值系数= 年金现值系数×（1+i）

6.递延年金终值系数与普通年金终值系数：递延年金终值系数 普通年金终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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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利率的计算

利率形式 公式 应用情形

报价利率 计息期利率× 票面利率

计息期利率 报价利率/ 计算利息

（1 + 报价利率/计息次数）
计息次数

-1 资本成本的年折现率

三、β系数的要点

1.单项资产β系数计算定义法：

βj= = )(
m

j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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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σ

σ

σ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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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项资产β系数的影响因素

（1）该股票与整个股票市场的相关性

（2）它自身的标准差

（3）

3.相关结论

（1）市场组合相对于它自己的β系数是

（2）β系数反映了相对于市场组合而言特定资产的 风险是多少

（3）无风险资产的贝塔系数是

（4）如果一项资产的β=-2，表明它的系统风险是 系统风险的 2 倍，其报酬率的波

动幅度是整体市场波动幅度的 倍，但 变化

4.投资组合的贝塔系数等于被组合各证券β值的

四、资本市场线与证券市场线的区别

资本市场线 证券市场线

描述内容
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组合组成的

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的关系

市场均衡时， 或 的

期望收益和风险的关系

函数表达式 ��=��+（��-��）/��

投资组合是否有

效（最优）

风险资产组合（M）一定是有效（最

优）组合

单个证券或证券组合，不一定有效

（最优）

衡量风险的指标
投资组合的标准差（横轴）

测量总风险（含 和 ）

单个证券或证券组合的β系数

测量



投资者对风险的

态度和斜率之间

的关系

投 资 者 对 风 险 的 偏 好 程 度 ，

市场的有效组合（M 点）

斜率=R，-R，表示投资者对风险厌

恶的程度。厌恶程度 ，斜

率 ，要求的风险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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